
书书书

侯威，邹旭凯，王朋岭，等．２０１５．２０１４年中国气候概况．气象，４１（４）：４８０４８８．

２０１４年中国气候概况
�

侯　威　邹旭凯　王朋岭　叶殿秀　周　兵　黄大鹏　李　莹

赵　琳　王有民　朱晓金　赵珊珊　王　阳　钟海玲
国家气候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提　要：２０１４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０．５℃，与１９９９年并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六暖年；四季气温均偏高。全国平均降

水量６３６．２ｍｍ，接近常年，比２０１３年偏少３％；降水时空分布不均，辽宁、北京和河北偏少明显，冬、春、夏三季降水量均接近

常年同期，秋季偏多。华南前汛期开始早、雨量多；西南雨季开始晚、结束早、雨量少；梅雨区降水量南多北少，江淮出现空梅；

华北雨季不明显，出现空汛；华西秋雨开始早、结束晚、雨量多。夏季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偏南，南海夏季风爆发晚，东亚夏季

风强度略偏弱。２０１４年，我国气候属正常年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少于２０１３年，暴雨洪涝、干旱等灾害偏轻，因灾造成死亡人

数和受灾面积明显偏少，气象灾害属于偏轻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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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１４年，全球气候变暖趋势持续；２０１４年全球

地表与洋面温度比 １９６１—１９９０ 年平均温度高

０．５７℃，比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的平均温度高 ０．１℃

（ＷＭＯ，２０１５），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２０１４年

夏季，副热带高压脊线位置偏南，南海夏季风爆发

晚，东亚夏季风强度略偏弱，我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

高０．５℃，平均降水量６３６．２ｍｍ，接近常年；降水时

空分布不均，辽宁、北京和河北偏少明显；冬、春、夏

三季降水量均接近常年同期，秋季偏多。２０１４年我

国气象灾害偏轻，但局地灾情重。

气候和气候变化的研究以及防灾减灾措施等的

科学事实和参考依据，需要及时对我国的气候及其

异常特点进行概括（中国气象局，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对各

类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进行总结和灾情分析（侯威等，

２０１４；王有民等，２０１３；李莹等，２０１２）。本文对２０１４

年中国气温和降水的时空特征以及年内发生的一些

重大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的特征及影响进行综述。

资料主要采用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提供的我国

２４００个地面观测站１９５１—２０１４年逐日的平均气

温、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和降水量等气象要素以及沙

尘暴、雾、霾、冰雹和雷暴等主要天气现象资料。气

候平均值（即：常年值）采用１９８１—２０１０年平均值。

１　基本气候概况

１．１　气　温

２０１４年，我国平均气温１０．１℃，较常年（９．６℃）

偏高０．５℃，与１９９９年并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六暖

年（图１）；全年除２、８和１２月气温较常年同期

图１　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全国年平均

气温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４

偏低外，其余各月均偏高。全国六大区域（东北、华

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华南和西南）气温均偏高。从

空间分布看，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或接近常年，其

中华北中东部及山东大部、内蒙古中部、辽宁东南

部、青海东南部等地偏高１～２℃（图２）。

图２　２０１４年全国年平均

气温距平分布（单位：℃）

Ｆｉｇ．２　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４（ｕｎｉｔ：℃）

　　冬季（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前冬暖、

后冬 冷；全 国平 均 气 温 －２．８℃，较 常 年 同 期

（－３．４℃）偏高０．６℃。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和２０１４年１

月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分别偏高０．４和１．６℃，

２０１４年２月偏低０．６℃（司东等，２０１４）。春季（３—５

月），全国平均气温为１１．４℃，较常年同期（１０．４℃）

偏高１．０℃，与２０１３年春季并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

史第二高，仅低于２００８年春季（１１．８℃）（袁媛等，

２０１４）。夏季（６－８月），全国平均气温２１．１℃，较常

年同期（２０．９℃）偏高０．２℃（崔童等，２０１５）。秋季

（９－１１月），全国平均气温１０．７℃，较常年同期

（９．９℃）偏高０．８℃（司东等，２０１５）。

２０１４年，全国共有３０１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

高温事件标准，极端高温事件站次比为０．３５，较常

年（０．１２）偏多，较２０１３年（０．８）明显偏少；其中有

７３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全国有１６７站连

续高温日数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连续高温事件

站次比（０．１４）较２０１３年（０．３６）偏小。２０１４年，全

国共有４６站日最低气温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低

温站次比０．０８，较常年（０．１１）偏少。全国共有２６６

站日降温幅度达到极端事件标准，其中５３站突破历

史极值。

１．２　降　水

２０１４年，全国平均降水量６３６．２ｍｍ，接近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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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９．９ ｍｍ），比２０１３年（６５３．５ｍｍ）偏少３％

（图３）。降水阶段性变化大，１、７、１０和１２月偏少，其

中１月偏少５８％，１２月偏少２５％；２、５、９和１１月偏

多，其中９月偏多２４％，１１月偏多２０％；３、４、６和８

月接近常年同期。

图３　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全国平均年降水量变化

Ｆｉｇ．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年，我国降水空间分布不均，但大部地区

接近常年。宁夏大部、甘肃中部、陕西中部、山西西

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西部、贵州东北部和

青海西北部等地降水量偏多２０％～５０％；新疆东南

部、青海西北部、辽宁大部、吉林南部、河北南部、山

东中部、云南西部等地偏少２０％～５０％；全国其余

大部地区降水量接近常年（图４）。

　　２０１４年，我国冬、春、夏三季降水量均接近常

图４　２０１４年全国年降水量距平

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ａｎｎｕａｌ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４（ｕｎｉｔ：％）

年，秋季偏多。冬季 （图 ５ａ），全国平均降水量

４０．５ｍｍ，接近常年同期（４０．８ｍｍ），东北南部、华

北东北部、西北中部及山东大部、西藏中部和东部、

内蒙古西部、重庆、四川东北部、湖南西部、湖北西

部、河南西南部和东北部、陕西南部等地偏少２０％

～８０％，全国其余大部地区接近常年同期或偏多。

春季（图５ｂ），全国平均降水量为１４６．９ｍｍ，接近常

年同期（１４３．７ｍｍ），东北中北部以及内蒙古中东

部、山西西部、陕西北部、广东南部等地降水较常年

同期偏多２０％至１倍；西北大部以及内蒙古西部、

云南、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和西北部、辽宁东部等地

图５　２０１４年冬（ａ）、春（ｂ）、夏（ｃ）、秋（ｄ）四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分布（单位：％）

Ｆｉｇ．５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ａ），ｓｐｒｉｎｇ（ｂ），

（ｃ）ｓｕｍｍｅｒ，（ｄ）ａｕｔｕｍｎｉｎ２０１４（ｕｎ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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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少２０％～８０％，新疆西部、云南北部局部偏少

８０％以上。夏季（图５ｃ），全国平均降水量３２０．１

ｍｍ，接近常年同期（３２５．２ｍｍ），华北东部、东北中

部和南部、黄淮大部及内蒙古中部、陕西南部、湖北

中部、甘肃东南部、新疆北部和中部、青海西北部等

地降水量偏少２０％～５０％；浙江大部、江西中部、福

建北部、湖南中部、贵州北部、四川西北部、青海南

部、新疆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偏多

２０％～５０％。秋季（图５ｄ），全国平均降水量１３４．６

ｍｍ，较常年同期（１１９．８ｍｍ）偏多１２％，东北北部、

华北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北、安徽、湖南北部、

江苏北部、内蒙古东部、广西西部、新疆西北部等地

偏多２０％至１倍；全国其余地区降水量接近常年或

偏少。

　　２０１４年，全国平均降雨（日降水量≥０．１ｍｍ）

日数为１００ｄ，较常年偏少９ｄ。江南、华南、西南大

部、东北东部及青海东南部、甘肃南部、陕西南部、内

蒙古东北部等地年降水日数在１００ｄ以上，贵州、湖

南大部、广西东部、重庆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

江西西部和东北部、四川东南部、青海东南部、安徽

南部局部等地有１５０～２００ｄ；全国其余大部地区降

水日数少于１００ｄ，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北部、甘

肃西部、青海西北部、西藏西北部不足５０ｄ。与常年

相比，西南南部、东北南部及新疆北部、黑龙江北部、

河北北部、北京、山东东部、海南北部等地偏少１０～

２０ｄ，其中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局部、黑龙江西北

部局部和新疆北部局部偏少２０ｄ以上；全国其余大

部地区降水日数接近常年或偏多，其中西北地区东

部、内蒙古西南部等地偏多１０～２０ｄ。

２０１４年，全国共有１６９站的日降水量达到极端

事件监测标准，极端日降水事件站次比为０．０８，较

常年（０．１０）偏少，极端降水事件约为２０１３年（０．１５）

的一半；有３６站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２０１４年，

全国共有２９６站的连续降水日数达到极端事件标

准，站次比为０．１３，与常年持平；全国共有３１站连

续降水日数突破历史极值。

２０１４年华南前汛期３月３０日开始，较常年偏

早７ｄ；７月７日雨季结束，比常年晚１ｄ；前汛期总

降水量８３１．９ｍｍ，较常年偏多１４％，为１９９９年以

来最多。西南雨季６月５日开始，１０月１０日结束，

历时１２７ｄ，总降雨量７１６．５ｍｍ；与常年相比，开始

偏晚１０ｄ，结束偏早４ｄ，雨季偏短１４ｄ，雨量偏少

４％。梅雨季节始于６月１６日，于７月２０日结束，

平均雨量３１８．６ｍｍ，较常年偏少７％，入梅时间明

显偏晚；区域性差异显著，主要表现为江南区和长江

中下游区梅雨量偏多（分别偏多２１％和９％），江淮

出现空梅。华北雨季不明显，出现空汛；７月中旬至

８月中旬，华北地区雨量少、降水范围小、过程不集

中。华西秋雨９月９日开始，１１月１８日结束，历时

７０ｄ；与常年相比，开始偏早，结束晚，累计雨量

２４７．８ｍｍ，较常年偏多８５％。

１．３　大气环流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冬季，东亚冬季风强度和西伯利

亚高压强度均偏弱。海平面气压场上，乌拉尔山至

贝加尔湖以北地区气压异常偏高。季内北极涛动指

数波动较大，其中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和２０１４年２月两个

月ＡＯ总体处于正位相，而２０１４年１月维持负位

相。

２０１４年夏季，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以下简

称副高）脊线位置偏南，强度和强度接近常年，西伸

脊点位置略偏西。２０１４年南海夏季风于６月２候

爆发，较常年（５月５候）偏晚３候，与１９７０、１９７３、

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和１９９１年并列为历史上最晚爆发年份；

结束于９月６候，与常年持平。２０１４年南海夏季风

强度较常年略偏弱，其强度呈波动式变化，其中６月

２—６候、７月２候和４—５候、８月１—３候、９月３—

５候偏强，其余时段偏弱（图６）。

图６　２０１４年５—１０月南海监测区逐候纬向风强度

指数

（单位：ｍ·ｓ－１，方框为常年值）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ｐｅｎｔａｄｌｙ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ｚｏｎａｌｗｉ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ｍｏｎｉｔｏｒ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ｍ·ｓ－１，ｂｏｘｉｓｆｏｒ

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２０１４年东亚副热带夏季风强度与常年相比略

偏弱。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候，我国东部雨带主要维

持在华南至江南一带，６月４候，江南梅雨区和长江

中下游梅雨区相继入梅，日期均较常年偏晚。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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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旬至７月上旬，副高位置总体偏南，东部主雨带维

持在沿江至江南北部一带，江淮梅雨区无明显降水，

出现空梅；７月下旬末，副高迅速南退，东部主雨带

持续位于江南和华南地区，华北地区出现空汛；８月

中旬以后，副高明显北推，但截至到９月下旬前，副

高总体上仍处于偏南位置。８月末至９月中旬，副

高出现一次明显的西进及小幅北推，东亚季风阶段

性偏强，我国东部地区为异常偏南风控制，黄淮及华

西东部地区出现明显降水。９月５候起，随着北方

冷空气南下影响华南沿海和南海地区，南海夏季风

监测区热力性质出现明显改变，夏季风开始撤离南

海地区。９月６候，南海夏季风结束（图７）。

图７　２０１４年５—１０月沿１１０°～１２０°Ｅ候

平均降水量纬度时间剖面 （单位：ｍｍ）

Ｆｉｇ．７　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ｔｉｍ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ｐｅｎｔａｄｌｙ

ｍｅａｎ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ｇ１１０°－１２０°Ｅ

ｉｎ２０１４（ｕｎｉｔ：ｍｍ）

２　主要天气气候事件及影响

２．１　暴雨洪涝

２０１４年，全国共出现暴雨（日降水量≥５０．０

ｍｍ）６２７６站日，比常年（５９９２站日）偏多５％（图８）。

华南、江南大部、江淮大部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暴雨

日数有３～７ｄ，海南东部、广东东南部、广西中部及

南部局部、福建北部、浙江南部和江西中东部超过

７ｄ。与常年相比，贵州大部、广西北部、浙江南部、

福建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东部、云南东部及海南

东部等地暴雨日数偏多１～３ｄ，其中福建北部偏多

３ｄ以上；辽宁南部、山东西部、河北东南部、河南东

北部和西南部、湖北东北部、江苏北部、福建南部、江

西南部局部等地偏少１～３ｄ，广东南部局部偏少３ｄ

图８　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全国年暴雨日数历年变化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ｄａｉｌｙ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５０ｍｍ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４

以上。

　　２０１４年，我国共出现３６次暴雨天气过程，主要

出现在３—１０月，其中南方出现过３１次。２０１４年

全国未发生大的流域性暴雨洪涝灾害，因暴雨洪涝

及其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灾害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１０２９．８亿元，受灾面积、死亡或失踪人数、经济损失

较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平均值及２０１３年均偏少，暴雨洪

涝造成的损失较常年偏轻。２０１４年受灾较重的有

湖南、贵州、四川、重庆、广东、江西、浙江等省（市）。

汛期南方强降雨过程频繁，部分地区暴雨洪涝

灾害重。５—９月间，我国共出现２９次暴雨天气过

程，其中南方出现２５次。广西钦州（３８０．５ｍｍ）和

马山（３５８．３ｍｍ）、贵州石阡（２９４．６ｍｍ）和清镇

（２８７．８ｍｍ）、湖南凤凰（２５１．７ｍｍ）等２８县（市）日

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由于南方强降雨天气频繁，

强降水导致福建、广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重庆

等省（区、市）的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暴雨洪涝和山洪

灾害。

华西、黄淮地区多秋雨，局地山洪、滑坡灾害重。

２０１４年华西秋雨主要影响时段在９月中旬及１０月

下旬。９月９—１８日，华西地区、黄淮大部、华北西

南部等地出现持续降雨过程，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

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降水量一般有

５０～２００ｍｍ，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等地有２００～

２５０ｍｍ，局部超过２５０ｍｍ，普遍比常年同期偏多２

倍以上。暴雨日数，重庆为１９５１年以来同期最多，

四川为第二多，陕西为近４０年来第二多。强降水造

成部分江河水位上涨、农田被淹、城镇出现严重内

涝，局地还遭受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四

川、陕西、湖北、重庆灾情较重。

２．２　热带气旋

２０１４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上共有２３个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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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８级）生成，个数较常年

（２５．５）偏少２．５个。其中５个登陆我国（图９），较

常年（７．２个）偏少２．２个。８月，仅有１个从中太平

洋移入的台风，生成和登陆个数均为１９４９年以来历

史同期最少。初台、终台登陆时间均偏早。年内有

３个台风多次登陆我国，为历史罕见。台风首次登

陆点均在华南沿海，位置总体偏南。超强台风威马

逊登陆强度强、影响大（唐健等，２０１４）。初步统计，

全年台风共造成１１３人死亡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６７８．３亿元。与１９９０－２０１３年平均值相比，死亡失

踪人数偏少，直接经济损失偏多。总体而言，２０１４

年台风灾情偏重。

图９　２０１４年登陆中国台风路径图

Ｆｉｇ．９　Ｔｒａｃｋｓｏｆ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ｃｙｃｌｏｎｅｓ

ｈａｖｉｎｇｌａｎｄｅｄ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年，共５个台风登陆我国沿海地区，除“海

贝思”（１４０７）以外，其余４个都发生２次及以上登

陆，其中超强台风威马逊（１４０９）先后在海南、广东、

广西３次登陆我国，强台风麦德姆（１４１０）先后在台

湾、福建、山东３次登陆我国，台风凤凰（１４１６）在台

湾、浙江、上海先后四次登陆我国（周冠博等，２０１４）。

１９４９—２０１３年，登陆我国３次及以上的台风（每次

登陆时强度均达热带风暴级别或以上）有１２个，均

发生在不同年份。２０１４年有３个台风３次或以上

在我国登陆，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次。

２０１４年，５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首次登陆地点均

在华南沿海地区，登陆位置总体偏南。５个登陆台

风分别登陆我国广东（３次），海南（２次），台湾（３

次），广西（１次），福建（１次），山东（１次），浙江（１

次）和上海（１次）。

第９号台风威马逊于７月１８日１５时３０分在

海南文昌翁田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１７级（７０ｍ·ｓ－１），最低气压９１０百帕，１９时３０

分在广东徐闻县南部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１７级（６２ｍ·ｓ－１），最低气压９１０ｈＰａ；

１９日０７：１０在广西防城港市光坡镇沿海第三次登

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１５级（５０ｍ·ｓ－１），最

低气压９８８ｈＰａ。威马逊是１９４９年以来登陆广东、

广西的最强台风，造成广东、广西、海南、云南４省

（区）８８人死亡失踪，１１８９．９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

失４４６．５亿元。

２．３　干　旱

２０１４年，我国东北及云南、四川南部等地出现

春旱，东北和黄淮出现严重伏旱，江南和华南出现秋

旱，其中东北、黄淮伏旱对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产生

较大影响。总体而言，２０１４年属干旱灾害偏轻年

份，全国因旱农作物受灾面积１２２７．２万ｈｍ２，绝收

面积１４８．５万ｈｍ２；受旱面积较常年偏小１２１５．３万

ｈｍ２，也是连续第五年少于常年。２０１４年全国因旱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８３５．６亿元。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３日，淮河以北大

部地区降水稀少，降水量普遍不足５ｍｍ，华北、黄

淮北部及陕西中北部、甘肃中西部、内蒙古中西部等

地基本无降水。与常年同期相比，降水量普遍偏少

８成以上。同时，淮河以北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

期偏高。由于雨雪稀少，气温偏高，导致河北西部、

山西南部、陕西南部、河南大部、山东西部、甘肃中部

局部、湖北北部等地出现中等程度气象干旱。干旱

对冬小麦安全越冬产生不利影响，陕西、甘肃、河北

等省的局部地区人畜饮水、农作物、草原也受到不同

程度影响。

２月中旬至４月下旬，东北大部及内蒙古东部

降水量普遍在３０ｍｍ以下，其中东北西部以及内蒙

古东北部降水量不足１０ｍｍ。５月中下旬，云南大

部、四川南部等地降水量普遍在５０ｍｍ以下，其中

云南中北部、四川南部不足１０ｍｍ。同期，上述地

区气温普遍偏高 ２℃ 以上，云南省平均气温达

２３．８℃，比常年同期偏高３．１℃，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同

期最高；云南大部地区还出现罕见高温天气。高温

少雨导致上述地区气象干旱迅速发展，云南部分地

区一季稻移栽困难，无灌溉条件的山地玉米、烤烟枯

死；果品产量和品质受到极为不利影响。

６月至８月中旬，长江以北地区降水持续偏少，

大部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少２至５成，其中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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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吉林东南部、河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５至

８成。由于降水偏少，７—８月，黄淮、江汉、西北地区

东部、华北地区及东北中部和南部陆续出现气象干

旱。干旱对农业、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等都产生了一

定不利影响，使北方玉米生长、江汉等地水稻孕穗、

棉花开花以及夏玉米抽雄吐丝受到不利影响。气象

卫星遥感监测显示，东北大部、华北东部和北部、黄

淮东部以及内蒙古东部、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东部植

被长势较差。

８月下旬至１１月下旬，江南、华南大部地区降

水量偏少３成以上，其中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

东部和福建西南部等地区降水量偏少５至８成。与

此同期，南方大部分地区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由

于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导致蒸发量大，土壤失墒快，

江西、广东、湖南的部分地区气象干旱发展。干旱对

南方地区农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江西秋种作物播

种进度总体略慢于２０１３年；干旱对移栽油菜幼苗生

长不利，影响直播油菜的播种进度和出苗率。干旱

导致广东部分水库山塘蓄水不足，对居民用水造成

一定压力。

２．４　高　温

２０１４年，全国平均高温（日最高气温≥３５℃）日

数９．０ｄ，较常年（７．８ｄ）偏多１．２ｄ，为近１０年第三

少（图１０）。但华南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８．３ｄ，为

１９６１年以来第二多；华北、黄淮及云南等地高温强

度强。５月，华北、黄淮经历较强高温热浪，高温天

气致使华北中南部、黄淮大部麦区出现干热风。

２０１４年，东北西部、内蒙古大部、河北北部、山

西南部、黄淮东部、江淮、江汉中东部、江南大部、华

南及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极端最高气温

一般为３５～３８℃；华北东南部、黄淮大部、陕西东南

图１０　１９６１—２０１４年全国平均高温

日数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ｓｗｉｔｈｄａｉｌｙ

ｍｅａ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３５℃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１９６１－２０１４

部、江汉西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湖南西北部等地

达到３８～４０℃，其中北京、天津、河北、河南、陕西、重

庆等省（市）的局部地区极端最高气温达４０～４２℃。

　　２０１４年，我国共有３０５站日最高气温达到极端

高温事件标准，极端高温事件站次比为０．３５，较常

年（０．１２）偏高，较２０１３年（０．８）偏少；其中全国有

７３站日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主要分布在北京、

河北、四川、云南、广西等省（区、市）。全年有１６７站

连续高温日数达到极端事件标准，极端连续高温事

件站次比（０．１４）接近常年（０．１３）。

　　２０１４年，我国共出现６次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

过程，具体为５月２６—３１日、６月１３—１６日、６月

２６—２８日、７月４日至８月１０日、８月２４至９月３

日、９月７—１２日。其中２０１４年７月４日至８月１０

日，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高温日数普遍有１５～２０ｄ，

其中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和南部、广东北部达２０～

３０ｄ。河北、陕西、湖北、重庆、内蒙古等地的局部地

区极端最高气温达４０℃以上。广东北部、福建中南

部、江西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的最长连续高温日

数达１５ｄ以上，福建安溪的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达

２２ｄ，陕西中南部的最长连续高温日数普遍在１０ｄ

以上，达到或超过历史极值，陕西洋县、城固和西乡

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达１３ｄ。７月１０日，高温范围扩

展到整个华南、江南。

２．５　雾　霾

２０１４年，全国平均风速较２０１３年偏小、小风日

数多，气象条件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２０１４年，

我国共出现１３次大范围、持续性霾过程（主要集中

在１、２、１０和１１月，其中１０月最多，有４次），较

２０１３年偏多。全国平均霾日１７．９ｄ，较２０１３年偏

少２．２ｄ；区域分布不均，京津冀（６１ｄ）和长三角地

区（６６ｄ）霾日较多，分别比２０１３年偏多２５和７ｄ，

西北地区较２０１３年偏多４ｄ；珠三角、西南、华中地

区霾日数分别比２０１３年偏少８、４和２ｄ，东北地区

与２０１３年基本持平。

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０—２６日、１０月７—１０日、１０月

２２—２６日和１１月２２—２７日４次雾、霾天气过程影

响大。２月２０—２６日，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持续霾

天气，霾覆盖面积２０７万ｋｍ２，涉及１１省（区、市）。

１０月７—１０日，北京、天津及华北南部、黄淮西部和

陕西中部等地出现持续性严重雾霾天气，大部地区

能见度低于１０００ｍ，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２０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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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２２—２６日，华北、东北及黄淮、江淮、四川盆地

和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雾霾天气，其中

２５日京津冀大部地区出现重度污染，北京、石家庄

出现严重污染。１１月２２—２７日，东北南部、华北、

黄淮、江淮出现大范围霾天气。

２．６　低　温

２０１４年初，南方多地遭受低温冷冻害；春季，北

方部分地区遭受阶段性低温冷冻害；夏季，长江中下

游地区出现低温阴雨寡照。低温冷冻害对部分地区

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总体而言，２０１４年属低温

冷冻害偏轻年份。年内主要低温事件有：１月１０—

１３日，南方出现明显降温，降温幅度普遍在５～８℃，

部分地区达８～１２℃，局地超过１２℃。２月上中旬，

南方出现大范围持续低温雨雪天气过程，４—２０日

过程最大降温幅度普遍在１０℃以上，部分地区达１４

～１８℃，局部地区超过１８℃。江淮、江南、华南、西

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低温冷冻灾害。４月

下旬和５月初，北方地区遭受强冷空气袭击，西北、

华北、东北部分地区遭受严重低温冷冻害，其中４月

２２—２６日，西北地区遭遇大风降温和沙尘天气，过

程最大降温普遍有８℃以上，部分地区达到１２～

１４℃，局地超过１４℃。８月７—３１日，长江中下游地

区出现持续低温阴雨天气，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

期偏低２～３℃，部分地区偏低３℃以上；安徽、江苏

平均气温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最低值，湖北为次

低值，湖南为第三低，持续低温阴雨寡照天气对农业

生产产生不利影响。

１９６１年以来，全国平均霜冻日数呈现出明显减

少趋势。２０１４年，全国平均霜冻日数（日最低气温

≤２℃）１１３．５ｄ，较常年偏少约７．９ｄ。

２．７　强对流

２０１４年，全国平均强对流日数为１４．０ｄ，比常

年偏少４．４ｄ，因强对流造成的受灾面积和死亡人数

均比常年明显偏少，经济损失接近常年。总体看，

２０１４年属于风雹灾害偏轻年份。２０１４年，首次风

雹天气出现在１月１２日（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初

雹时间较常年（平均出现在１月下旬）偏早１０多天。

年内主要强对流事件有：３月２５—２６日，贵州、

湖南、江西、福建４省６１个县（区、市）遭受风雹灾

害，直接经济损失４．２亿元。４月１８—１９日，四川、

重庆、贵州３省（市）３０个县（市、区）遭受冰雹、暴

雨、强风袭击，直接经济损失２．９亿元。８月１５—１７

日，甘肃、宁夏２省（区）２７个县（市、区）遭受风雹、

暴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３．３亿元。

２．８　雪　灾

２０１４年，全国平均降雪日数为１４．７ｄ，比常年

偏少１１．６ｄ，为１９６１年以来最少。东北北部及新疆

北部、内蒙古东北部、青藏高原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年

降雪日数超过３０ｄ。与常年相比，全国大部地区降

雪日数偏少或接近常年。新疆、青海、甘肃等地的雪

灾使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

年内主要降雪事件有：１月下旬新疆北部出现

持续降雪天气，降水量达２５～５０ｍｍ，比常年同期

偏多８成至２倍，部分地区最大积雪厚度有２０～５０

ｃｍ，云南曲靖、文山、丽江市部分地区出现雪灾。２

月上中旬，南方地区先后出现３次大范围低温雨雪、

局部冰冻天气，湖北、浙江、湖南、江西、贵州、云南等

地出现中到大雪、局部暴雪，最大积雪深度有５～１０

ｃｍ，局部达１０～２０ｃｍ，强降雪给设施农业、春运交

通、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４月２４—２５日，甘肃

省临洮县普降大到暴雪，２４ｈ降水量达１８．７ｍｍ，

此次降雪过程量级大、持续时间长、范围广，为当地

近３０年来罕见，直接经济损失１．３亿元。１０月７－

９日，新疆伊犁市昭苏县发生雪灾，造成小麦、油菜、

甜菜、马铃薯等农作物受灾１．３万ｈｍ２，直接经济损

失近４０００万元。１０月１０—１２日，青海西宁、大通

等地出现寒潮、强降温、雨雪天气，直接经济损失

４０００余万元。

２．９　沙　尘

２０１４年沙尘天气影响总体偏轻。春季，北方地

区共出现７次沙尘天气过程，比常年同期（１７次）偏

少１０次，也较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同期平均值（１２．７次）

偏少５．７次；其中沙尘暴和强沙尘暴过程共３次

（图１１），较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平均值偏少５次。北方

地区平均沙尘日数为２．５ｄ，比常年同期偏少２．６ｄ，

为１９６１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三少。２０１４年首次沙尘

天气过程发生时间为３月１９日，比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平均（２月１１日）偏晚３６ｄ，较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４日）

偏晚将近１个月。４月２３—２４日的沙尘暴天气过

程是２０１４年影响范围最广、强度最强、损失最重的

一次。此次沙尘天气过程，南疆盆地中部、甘肃西

部、内蒙古中部、青海西北部等地出现沙尘暴和强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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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春季北方沙尘天气

过程历年变化

Ｆｉｇ．１１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ｄｄｕｓｔｓｔｏｒｍ

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尘暴天气，沙尘暴及以上天气影响面积达７７．９万

ｋｍ２。受其影响，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等景区

暂时关闭。

３　结　论

２０１４年，我国气温偏高，降水接近常年，气候属

正常年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较２０１３年少，暴雨洪

涝、干旱等灾害轻，因灾造成死亡人数和受灾面积明

显偏少，气象灾害属于偏轻年份，但局地灾情重

（图１２）。２０１４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０．５℃，

图１２　２０１４年中国重大天气气候事件示意图

Ｆｉｇ．１２　Ｓｋｅｔｃｈｏｆ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２０１４

与１９９９年并列为１９６１年以来第六暖年。全国平均

降水量６３６．２ｍｍ，接近常年，比２０１３年偏少３％。

２０１４年，华南前汛期开始早、雨量多；西南雨季开始

晚、结束早、雨量少；梅雨区降水量南多北少，江淮出

现空梅；华北雨季不明显，出现空汛；华西秋雨开始

早、结束晚、雨量多。２０１４年，夏季副高脊线位置偏

南，南海夏季风爆发晚，东亚夏季风强度略偏弱。

２０１４年，南方局地暴雨洪涝多，华西、黄淮秋雨频

繁；东北和黄淮伏旱严重；华北、黄淮５月遭遇极端

高温，长江中下游出现凉夏；台风活动少，但登陆强

度大，超强台风威马逊致灾重。全国平均气象条件

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共出现１３次大范围持续性

霾天气过程。强对流天气偏少。春季北方沙尘天气

少，影响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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